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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t內轉仕外:江否歷史、文1t毒集J報告
編者語:

I化內與化外:江西歷史、文化考察」籌備多時，終於在今年七月十日成行。主辦機構包括
江西南昌大學歷史系、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廣州中山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
及華南研究會。參加者除了國內及香港的學者和研究生外，更有遠渡重洋，來自英國、加拿大、美
國、日本等地的學者。參加者的學科訓練各有不同，其中包括歷史、人類學、文學、建築等。

七月十日各參加者先躍集於韶關市，第二天驅車往南雄縣演江北岸的南雄廣州會館、珠磯巷
參觀。下午則以徒步方式越過梅關古道進入江西地界，再乘車往大余的南安東山大碼頭及南塘鎮考
察。

十二日由吉安博物館的韓振飛館長帶領參觀吉安重要的商業中心七里鎮，晚上住宿樂安縣。
十三日由江西師範大學的梁洪生教授及南昌大學的邵鴻教授帶領，先往流坑村外圍的牛田村

觀察其地形，接著進入流坑村作重點考察。晚上仍住宿樂安。
十四日早上在讀江邊上乘船，溯江而上，在積江與修河交睦處，進入都陽湖，便到達吳城。

離開吳城，便往南昌市投宿。翠日往廬山參觀，並宿廬山。在十六日往白鹿洞書院參觀後回南昌
市。考察亦於十七日探訪江西師大華南研究資料站後結束。

這次考察在短短的數天，由嶺南的韶關，越過梅嶺，再由讀南一直北往南昌，在這段既是中
原文化南移之路，亦是南北貿易的主要商道上跑一趟，雖說是走馬看花，但卻能讓各參加者對這地
區的社會丈有相當的感性認識。來自不同地區、具有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和學生，經過日間的舟車
勞頓，晚上仍興致勃勃地進行學術討論，充份體現不同學科的交流與相互啟發。由於通訊的編幅有
限，今期只能先選載部份考察報告，以饗讀者。下期續將其他考察報告及討論的整理文字刊載。

這次活動得以順利進行，能有完滿結果，實有賴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梁洪生教授及南昌大學
歷史系的邵鴻教授不辭勞苦的組織和安排，在此僅代表其他合辦單位及參加者向兩位致以衷心的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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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7月，我們驅車從韶關出發，進行了為
期七天的“化內與化外:江西歷史與族群文化考
察" '考察內容涉及廣東南雄、江西大余、南
康、諸于|、|、樂安、吳城、星子等地的歷史古跡、
宗教廟宇、仿古建築、民居等等，其中相當多的
東西，給我以強烈震撼的感覺。比如號稱“千年
第一村"的樂安縣流坑村，雖然依據考察所見及
文獻所得，我對其有“千年"歷史的說法頗為懷
疑，未及深入研究的我至今仍寧可相信村中董氏
家族的歷史最早始於明朝，但早聞其名的這一古
村落還是使我大為吃驚，它規模、建築、詩書風

跡、神廟系統與宗族系統等等都超出了親眼目睹以
前的想象。還有白鹿洞書院、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
重鎮吳城、塘江、七里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這里，我僅想談談7月11 日徒步翻越大庚嶺的
一些感想。梅關古道以大庚攝山頂為界，南北兩半
竟讓我在感覺上有相當大的差異。我想從這種感覺
出發，談談與大庚嶺路密切相關的四個地點。

按計畫。'這天我們要考察的地方有四個，即南
雄廣州會館、珠磯巷、跨越兩省的大庚嶺路和位於
江西大余縣的清朝南安府大碼頭。

• 



第4頁

卜南雄廣州會館

南雄的廣州會館位於縣城城郊，經過縣城，
治演江北岸一條狹長的公路西行，大約一公里，
就見到一座古舊的建築，這就是南雄廣州會館
7。會館大門右側有南雄縣所立文物保護單位牌
區，介紹了它的歷史，大門上方有光緒七年
( 1881 )著名學者陳禮手書的橫區，區上 “廣州、|
會館"四個大字，過勁有力，明白無誤地向我們
昭示著它過去的輝煌。會館為三進式建築，一進
和二進分別有兩根高大的石柱，石柱由糖果行和
成魚行等商家捐建，柱上分別有由順德名學者李
文田和周沛南於光緒年間書寫的對聯。會館的三
進之後，據說還有相聯的建築，現在卻是一所小
學。

會館左右分別有兩列建築'所建何為?因未
訪得當地老人，亦未見到記載，尚不得而知，估
計應為處理商務和接待鄉人所需，亦或是住房?
我注意的是這兩列建築的宏偉，尤其是它們之間
的防火牆，更是非常壯觀。由此，我遙想起當年
會館門前那條現在看來並不寬敞的演江商船幅
湊、百桐爭流的繁華場景，還有會館前那條道路
北邊早已不存在的鱗次欄比的商鋪和貨棧。

據記載，南雄廣州會館始設於明嘉靖年間，
直至粵漢鐵路開通以後才逐漸衰落。之所以如
此，是因為廣州貨船行至南雄禎江，已無法繼續
北進，只好由此上岸，轉行陸路，用挑夫之人力
挑赴江西南安府(即令大余縣)，再從南安下章
江，重新進入水路，由章江入讀江，北進長江流
域。因此，這襄就成為當時的商業重鎮，會館由
是而設。

2 .珠環巷

珠磯巷位於南雄縣城北面約十公里的地方。
這條巷子正好連接南雄縣城與大庚嶺路。目前，
這真正投入大筆資金，進行珠磯古巷建設工程，
當然最主要的還是 “古巷"西側的 “祖居紀念區"
的建設。

關於於珠磯巷，我們聽到過一個在珠江三角
洲地區廣為流傳的故事。故事稱宋成淳九年癸
丑，有宮人蘇氏 (番禹、東亮 記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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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氏 ，民間流傳則稱為胡妃)因失調雅樂，皇上
大怒，打下冷宮。蘇妃潛逃而至關口市下灣，，[合

遇南雄府保昌縣牛田坊人黃昨萬(居於珠磯巷)
在江口泊船備三牲酬神。黃財萬見蘇妃貌美 ，邀
請下船，兩人談話投機，蘇妃願下嫁黃貝于萬，當
時黃RT萬不知道眼前美 人是皇上的妃子。後來皇
上赦免蘇妃，將她從冷宮遷回妃繽住的地方，才
發現蘇妃己潛逃，便下令兵部尚書張欽行文各省
緝訪，緝訪一年仍無結果。張欽已獲准不再追
究。然而，有一天黃昨萬的僕人劉壯因與主人有
過節，出走來到京都，泄露了蘇妃的秘密。張欽
恐怕皇上查詢真相，便捏造珠磯巷有賊作亂，企
圖消滅珠磯巷以掩蓋蘇妃匿身珠磯巷之事。珠E幾
巷居 策， 家向南方地廣人
稀的地方遷徙。於是珠磯巷三十三姓，九十七戶
人家伐樹串成木償，隨演江漂流而下，遷居珠江
三角洲，後叉有人繼續遷居至東南亞等地。這個
故事流傳開來以後，珠江三角洲的居民遂以珠磯
巷為其發祥地。

我們在巷口購買了一些地方史資料後，就進
入了珠磯古巷。這是一條寬約一丈的小巷，路面
以新鵝卵石鋪就，估計重修該巷的時間就在近一
二十年。小巷的兩旁是兩排泥土秀成的民居，這
種建築的使用壽命顯然不可能太長。不過，或大
或小的每棟民居現在都掛上了一塊區額，上書
“X氏 宗祠"“X氏 大宗祠"一類的文字，似乎有意
表明他們這襄是珠江三角洲某姓的祖先居住地。
這條小巷的兩頭有兩個牌樓，南牌樓是一城門式
的小樓，上有刻寫著 “珠磯古巷"j i'時叫i屆甜。
巷中有一石塔，名曰 “貴妃塔"， 該塔用來紀念
胡妃。據塔前的“介紹"稱，此塔為元代至正庚
寅年(1350 )所建，是廣東省唯一有始建的絕對
年代的石塔。

我們在胡妃塔的北側，見到一所正在興建的
“陳氏 大宗祠"'恰好有一約莫五十歲的陳姓中年
人在此，遂與之交談。據他說，他們所說的語言
為 “珠磯話"'是一與官話相通的正統語言，不
過，我卻聽出來，他說的是完全地道的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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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梅關古道
這是個我嚮往已久的地方。多年前讀史己

知，這一古道始修於唐開元四年，開路者為開元
名相、韶州、|曲江人張九齡。從此時起，梅關古道
就成為溝通內地與廣東的最重要驛路與商路。後
來，宋、明、清三代文分別由蔡抗、蔡挺兄弟，
張喝、陳九錫和汪報閏數次重修。由此，這條古
道一直保持得較為順暢，直到現代鐵路進入中
國，粵漢鐵路通車 後，梅關古道才失去其溝通內
地與廣東最重要道路的地位。

7月1日中午，我們終於踏上了這條名聞遐
遁的古道。非常難得的是，古道還基本保持著原
貌。從古道的南面登山，鵲卵石鋪成的路面由山
腳直達山頂，路面約有六七尺至一丈寬，路旁雜
草叢生，但道路并不險峻，遠不及文獻資料中描
述的“峰巒連綿，層崖疊障"那般令人生畏。大
約走了半 個小時，我們便登上了號稱“五嶺第一
嶺"或“嶺南第一關"的大梅關關口。關口建有
城門，古城門樓上，現在還保存著“梅關"“南粵
雄關"的碑刻。

俗話說: “上山容易下山難"。但是，除了
上山時已經買了門票，下山卻還要再買一次門票
外，我們完全沒有“下山難"之感。越過山頂的

“城門樓"，便進入江西地界，開始下山，展現在
眼前的是一條比廣東境內更為寬闊和易行的道
路。這裹，鵲卵石鋪就的路面己砌成石階，行走
起來就象走在我們熟悉的樓梯中，道路兩旁是無
盡的梅樹，若是梅花綻放時從這襄經過，處處詩
情畫意，由不得古代的文人墨客不寫下大量的詩
篇。行走中，大家聯想起我們此行的主題，戲稱

“我們已從化外進入化內"。大約二十分鐘下山的
道路過後，我們進入了平坦的大道。然後在停車
處就購買下山票的問題與當地的售票員進行了不
下二十分鐘的討論。不過，這倒讓我憶起明代成
化年間，曾重修梅關古道的南安知府張粥為解決
大余縣挑夫與南雄挑夫之間的長期利益爭端，進
行協調，最後達成“中途轉換"協議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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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代南安府大碼頭
大約下午三點，我們到達了連接陸上大庚嶺

商路北端的南安大碼頭。下車 後，我們首先進入
南安府後花園，穿過後花園，呈現在我們面前的
就是曾經船行船戶云集的大碼頭了。我很奇怪，
為什麼碼頭會在府城的後花閻襄?經過訪問才明
白，原來這襄並非清代的府街，這個
人重建於此的。這個大碼頭，有一排約寬二十米
的石階，把泊船的碼頭與陸地相接，石階下面就
是著名的章江了。由宋至明，不絕于途的官員、
生員、商人們就在這襄或者由南至北進入長江流
域，或者由北至南跨越大庚嶺進入珠江流域。
碼頭邊，我們見到了一塊明清時代的碑刻，應該
是一“禁約"，大体上在談禁止船行把持勒索等
事。因碑文頗長，加之黃志繁稱其有此碑文，我
便未作記錄，但現在並未找到此碑文，深感可
惰。
5 .問題與討論

記得我們所讀到的許多資料與著作，都在告
訴我們南嶺如何阻隔廣東與內地，從而使廣東成
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因而廣東的文化稱為

“嶺南文化"乃至“廣府文化"，廣東的開發較江
西更遲等等。當然，這些都不錯，但這次跨越大
庚嶺，我們走過的恰好是唐至清聯結廣東與江西
乃至全國的最重要的道路，這條道路給我們的感
覺卻絕非以前印象中的那樣艱難，現在當作古跡
的梅關古道大約一個小時就可步行走完，即便是
從南雄出發，翻越大庚嶺，抵達南安大碼頭，也
僅需步行一天。更為重要的是，梅關古道的相對
高度估計也就在一百米左右。一條寬敞的大道，
相對高度一百米，在古代也可算是坦途了。因
此，我覺得，廣東開發較遲和廣東的文化自成体
系的原因，似乎需要更多的關釋，並不是簡單的
一條山脈，一個地理環璋便可解釋得了的。
另外，梅關古道廣東境內與江西境內的道路狀況
相差之大，不知是現在的情形，還是古已有之?
如果古已有之，那麼這只是一種開山修路時的偶
然結果呢?還是另有深意?這些問題我目前都無
法弄清楚，只好等待來日了。


